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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声波探伤方法原理及分类

钢结构由于自身具有质量轻、刚度大、硬度强以及抗震

性能好等优势,已经广泛应用到建筑行业中。最有常见的有

工厂厂房、体育馆以及一些民用建筑杂等等。足以见得,钢

结构在整个建筑施工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钢结构在

顺利应用到施工材料中去, 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步骤是焊接,

这既是使用钢结构的关键所在,又是技术难点所在。在对钢

结构进行焊接的时候, 经常会因为焊接技术不到位以及焊

接流程出现了差错等问题, 造成焊接部位在后期出现了裂

缝。那么,如何减少这种技术问题的发生呢,超声波技术的发

展以及随后在建筑行业领域的应用,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

了思路。超声波探伤方法的工作原理在于,充分利用了超声

波在经过不同的介质的时候,会产生不同反射,这一特性。超

声波在探伤过程中, 要充分利用构件检测表面的耦合剂,引

导其自主渗透进入构件。耦合剂在构件流动的过程中,一遇

到表面上的缺陷凹凸处以及构件底面这些不平坦的部位就

会再反射到探头。要想计算出其位置以及大小,需要相关专

业人员, 根据反射波在超声波探伤仪荧光屏中的位置及波

幅高度,依据科学的计算公式,进行科学计算。依据不同的分

类标准,可以将超声波探伤方法分为好几个类别。其中,最为

常见的分类标准是根据波形的形状, 将超声波探伤仪器分

为 A型、B型以及 C型号。其中,在检测钢结构的焊接技术

的时候,最为常见的是 A型脉冲反射式探伤仪。

2建筑钢结构焊缝类型及焊缝内部缺陷

随着我国建筑技术不断成熟,而且,我国的土地资源越

来越宝贵,尤其在城市建筑设计中,高层建筑所占的比例越

来越大,对于建筑结构内部支撑材料的功能要求越来越多。

钢结构具有质量轻、刚度大、硬度强以及抗震性能好等优

势,深受建筑部门的喜爱,并且迅速应用到各种类型的建筑

工程项目中去,例如体育馆、大厅以及民用住房、工厂等。最

早出现的应用到行业中的是高强度钢,可以说,它是上个世

纪四十年代之前最为优质的一种结构钢, 其所具有的特点

是,它的屈服强度大于 1380MPa。后来,随着时代的不断发

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了钢结构这种材料的妙用,于是相继对

其进行研发,从而大大提升了钢结构的抗压力性、腐蚀性以

及柔韧性,从而为搭建、加固结构提供上乘新材料。

在实际应用中, 人们对于钢结构的质量以及性能要求

越来越严格,各项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实现钢结构功能的多

样化、材质的优质化以及使用的便捷化等提供了技术支持。

反过来,这些不断实现升级换代、功能愈发多样的钢结构,同

样推动了建筑行业实现了高质量、高水平以及现代化的发

展模式。钢结构,作为个体,有着如此多的优势和功能,但是

这都是要附着在建筑行业才能体现出来的。在将钢结构应

用在建筑工程的过程中, 焊接问题的出现大大影响了钢结

构在建筑工程中性能的发挥,大大浪费了钢材资源。在焊接

钢结构的时候, 由于焊接工艺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等因素,

在焊接之后,多少都会出现一些缺陷。笔者结合自身的焊接

经验,发现常见的焊缝内部缺陷有夹渣、气孔、未融合、未焊

透等。一般来讲,单纯的气孔并不会对焊接部位产生任何影

响,但是,要是出现了簇状的气孔或者大量的夹渣,就会造成

焊接缝出现融合不紧密的问题。

通常而言, 门式钢架体系和网架空间结构体系是建筑

钢结构焊缝及剖口型式建筑钢结构体系的两大类型, 其中,

在实际运用中,门式钢架体系是最为常见的焊缝类型。而在

建筑钢结构焊缝类型中, 则主要包括对接焊缝以及 T型焊

缝。前者主要是指先将两个母材置放在同一个平面或者同

一个曲面之内,并且使其各个边缘对齐。然后,沿着对其边缘

的那条直线进行焊接；而后者,将两个母材首先摆成 T型台

的形状,然后在沿着这个 T的线条进行焊接。为了确保对接

焊缝以及 T型焊缝等焊接类型都能使得两个木材完全被熔

合加固,最好在焊接工作开始前,在钢结构与建筑部分的接

头处打开一个适当的坡口。

不得不说,对于钢材的焊接还是十分有难度的,在焊接

的过程中受焊接人员的手艺、焊接技术、当时外部的天气状

况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大, 多多少少会在焊接部位产生些

气孔,如果是小气孔,那么,对于焊接部位则没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是成片的气孔,则就会造成焊缝内部很大的缺陷。

最为常见的内部缺陷表现在,气孔不断扩大；表面夹渣现象

严重、未焊接牢固以及熔合不够结实等。在这些内部缺陷

中,诸如少量气孔以及夹渣问题,只是一般缺陷,对于焊缝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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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的发展和推进让钢结构建筑成为主流,其在应用中所具有的优越性能超越了其他结构建筑。为了更好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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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施工水平影响较少；而未焊接牢固以及熔合不够结实

对于钢结构的稳定影响是致命的。

3超声波探伤在建筑钢结构中的应用

3.1超声波探伤的主要要求

要想超声波探伤方法在建筑钢结构中发挥最大的效

率,必须满足以下基本要求：首先,超声波探伤相关操作人员

必须要具备专门的素质技能。人事管理部门要提高探伤人

员招聘的素质门槛,注重探伤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比如说

要持有何种等级资格证书或者相关的实践经验。对于已有

的超声波探伤工作人员,要划分资格等级,其中三级为最高

水平,一级为最低水平,不同的级别有相对应的工作任务。其

次,选择探测面。探测面的选择要根据具体的构件形状以及

焊接工艺等来定。再者, 选择最为适合的探头频率以及角

度。根据笔者实际操作经验,探头频率越高,穿透力越差,衰

减幅度就越大, 这个时候是不适合用厚板构件焊缝来检测

的。随着频率越高,分辨率就会越高,因此,我们优先选择频

率较高的来使用。至于探头,频率越高,对于探伤的影响越不

利,因此,在选择探头的时候,优先选择频率低的,笔者推荐使

用 2-25MHz探头。探头的角度一般会根据材料的厚度来发

生变化。在现实操作情况中,建筑钢结构自身的板材厚度不

是很厚,一般使用的是 K2．0(1360。)或 K2．5(1368。)；最后,

对于耦合剂的选择。优先选用具备良好的流动性以及透声

性的耦合剂,其次,要选用天然、绿色、对自然无污染以及对

人体无伤害的耦合剂,建议使用洗洁精先对其进行清洁。

3.2超声波在焊缝内部缺陷检测中应用

3.2.1对接焊缝的探伤方法

当进行对对接焊缝的探伤的时候, 必然要经历以下三

个步骤：首先,初步探伤。首先将相关设备的设置好,比如说

将 DAC曲线探伤灵敏度调节到 4～6dB, 将评定线安置在

比示波屏高百分之二十的高度之上, 一般会将补偿增益甚

至成 4dB,另外,还要对整条焊缝进行扫查,一般都是用斜探

头。在打开示波屏之后,要密切注视上面所有的信号,一旦出

现与其它波形不一样的可疑回波, 及时在焊缝相对应的部

位作上记号,方便了后期进行缺陷定量测长的工作；其次,精

准探伤。与初步探伤阶段有着相同的扫查方法,但是该阶段

扫查步骤要占据很长一段时间。找出初步探伤阶段,所做下

的标记,并且利用放大仪器,进行仔细探测,找出出现缺陷的

回波,并对其位置做出精准的判断,做好档案记录。在精准探

伤的时候,可以采用前后、左右、转角以及环绕等多种探测

手段。当已经对内部缺陷实现了精准定位的时候,要进行以

下三个具体步骤,首先要确保出现缺陷的回波的所在区域；

其次, 判断第一环节所锁定的区域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缺陷

以及准确掌握缺陷所在位置的三维坐标；最后,要对缺陷的

长度进行测量,记录下相关的数据信息。

3.2.2T型焊缝的探伤方法

上述我们提及到了,为了方便焊接,经常在 T型焊接接

头处开凿坡口,最为常见是 V塑和双单边 V型这两种。但

是,并不是任何一种 T型焊接接头,都需要开坡口,对于采用

自动焊技术的厚度在 14ram以下焊接接头可以不开坡口,

要想对于 T型焊缝进行探索,可以从以下三个步骤入手：首

先,使用斜探头对于腹板进行探伤；其次,要借助直探头沿着

翼板的一侧进行焊缝；再者,还是采用斜探头对于翼板进行

外侧的探伤。

4结语

超声波探伤在建筑钢结构检测中具有极大的帮助效

应,其所具有的特性能够准确首先钢结构焊缝检测,针对不

同的问题, 探头平移都能够收到不同特征与性质的回波,在

提升钢结构检测治理方面发挥重要。相关人员还要注重对

超声波探伤的检测应用方式予以深入研究, 让其在促进建

筑钢结构质量提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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